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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虽过，但在山东省枣
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小营村，田
野间热浪依旧。枣庄东林农
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凭借
其创新的5G智慧菇房与太阳
能光伏发电技术，不仅成功抵
御了高温侵袭，而且实现了食
用菌在高温季节的增产增量。

走进智慧菇房，一股清凉
之气扑面而来，与室外的炎热
形成鲜明对比。一朵朵金黄
色的菌菇，正从一个个乳白色
的菌包上“探出头”来，这是该
公司今年引进投产的菌菇新
品种，名叫金耳。

“我们通过精密调控，将
菇房内温度稳定在20℃左右，
空气湿度保持在 95%左右。
同时，利用LED灯带精准模拟
自然光照，为食用菌营造适宜
的生长环境。”公司运营总监
马坤说，这种科技赋能的种植
模式，不仅克服了高温对菌菇
生长的不利影响，还极大地提
升了食用菌的产量与品质。

马坤和菌菇打了近15年
的交道，他告诉记者，金耳出
菇的最佳温度是15℃-20℃，
在自然条件下，每年只能出一
季，而且大量金耳在同一时间
上市，竞争激烈，一般卖不出

好价格，加之天气
变化，金耳

的 品 质
也 会
受

到影响。
技术改造提供了产业驱动

力。记者了解到，智慧菇房产业
园区于去年开始建设，共投资
1.98亿元，占地约40亩，主要种
植秀珍菇、金耳等名品菌菇。

马坤介绍，智慧菇房融合
了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
术，通过对菇房内部温度、湿
度等环境参数的综合分析，实
现了生产环境及长势的智能
感知、分析和自动控制。根据
蘑菇适宜的生长环境，智慧菇
房可自动调节参数，调整菇房
内的环境，长出的菇外形美
观、大小匀称、色泽鲜亮，而且
出菇时间可以人为调控，有效
规避出菇高峰。

“每一批金耳的出菇时间
大概在28天左右，秀珍菇的
出菇周期更短，7天一个生产
周期。我们通过控制箱，一键
操控菇房的温度、湿度，还有
光照等，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能
耗和人工管理成本。”智慧菇
房产业园区负责人李震宇介
绍，园区每年可产菌菇6000
余吨，实现产值9300余万元。

如今，枣庄东林农文化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智能菌菇生产
基地成了远近“菇农”前来交流
学习的“田间课堂”，并带动该村
上百户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据介绍，这里的采摘工人
一般月薪可以拿到3000元以
上。52岁的小营村村民郭华
告诉记者，她最多一个月拿到
4500元，“家门口就业还能照
顾孩子，真的太好了。”

“传统农业是个‘靠天吃
饭’的产业，现如今‘数字农
具’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沙
沟镇探索5G智慧共富菇房建
设，能够破解项目土地限制难
题，有效促进村集体经济与农
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沙沟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张翔说。

（据《农村大众》）

秋季大蒜播种的时间选择，既要
考虑到当地的温度情况，还要考虑到
蒜株具备的休眠特性。

温度因素。大蒜，适宜播种的
温度环境是 20℃-22℃，温度降到
7℃内，蒜株的发育进程就被按下
暂停键。

按照这个温度范围推算，再结合
“七大、八小、九不栽，十月栽下没蒜
薹.(农历)”的说法，北方播种大蒜的
时间为9月下旬至10月中旬。

相关实验表明，9 月末至 11 月
初，大蒜只要晚播超过 1 周，蒜重
就要降。如是覆膜大蒜，适当晚播

一周时间，如播种过早，易造成高
温烤苗。

休眠因素。随着温度的降低，
蒜种就要进入休眠状态，根据蒜种休
眠因素，同样能推算播种的时间。

北方区域，预留1个月至45天，
蒜株发育到4-5叶，拥有抗寒能力，
能安全越冬；南方地区的长江流域，
要预留 2个月至 75天时间，蒜株发
育到5-7叶的状态为适宜。

除上述因素外，还要考虑品种因
素，耐寒性强的蒜种，能适当晚播，
耐寒性弱的品种，要适当早播。

（据河北三农）

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托
格拉克勒克村的一处大型棉花
种植基地里，棉农与技术员正
在利用远程遥控智能出水桩设
备，为棉花进行施肥、滴灌。

“通过智慧农业技术，农
民能够精准把握土壤状况与
作物生长动态，进而科学规划
灌溉、施肥等田间管理环节，
同时该技术还帮助农民预判
病虫害风险，提前采取相应防
治措施，有效减少了作物损
失。”阿瓦提县威茂农作物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
波表示。

在灌溉方面，智慧农田采
用了先进的滴灌技术，不仅有
效节约了水资源，还减少了土
壤板结和病虫害的发生，为棉
花的健康生长提供了有力保
障。同时，智慧农田配备的智
能施肥系统，更是让肥料的利
用率大幅提升，降低了生产成
本，减少了环境污染。

此外，智慧农田的大数据

分析功能还为棉农的市场决策
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对历年
棉花价格、市场需求以及气象
数据的分析，棉农能够提前规
划种植面积和品种，更好地适
应市场变化，提高收益。

近年来，阿瓦提县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农业现代化的
方针政策，大力推进农业生产
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将传
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
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
级，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产品产
量以及农业生产的水平和效
率，还进一步提升了农户经济
收益，为农业丰产丰收奠定了
坚实基础。

接下来，阿瓦提县将持续
推广智慧农田的建设，加大资
金投入，引入先进技术与设备，
培养专业人才队伍，通过与科
研机构和企业的深度合作，不
断优化智慧农田系统，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持续打响

“中国棉城”农业品牌。
（据《农民日报》）

9月 20日，新质生产力推
动大豆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山东
省济南市举行。会议期间，与
会代表先后观摩了济南市章丘
区刁镇街道的齐黄34千亩示
范田、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
程高产攻关田、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作物所核心试验基地大豆
试验田。

齐黄34是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作物所培育的大豆新品
种，蛋白质含量45.13%，脂肪
含量22.48%，均超过国家高蛋
白和高油大豆品种标准，同时
具有抗逆性强、适应性广、适合
机收等特点。该品种在单作、
间作、盐碱地等不同栽培模式
下均创造了高产纪录，其中

2020年以亩产353.45公斤，创
造了全国夏大豆高产纪录；
2021年以亩产302.6公斤，打
破了全国盐碱地大豆最高纪
录；2022年秋收时，又以165.1
公斤的亩产创造了大豆玉米带
状间作全国高产纪录。

齐黄34审定种植区域跨
越了20个纬度，目前已经成为
黄淮海、江淮、西北、西南、华南
地区扩种大豆的主导品种，连
续入选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
带状复合种植和盐碱地种植的
推荐品种。目前，这个品种是
长城以南推广面积最大的大豆
品种。2021年获山东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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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大蒜什么时候播种？

齐黄34成为我国审定
种植范围最广大豆品种

“智慧农业”
助力棉花增产增效

公司运营总监马坤介公司运营总监马坤介
绍智能菇房的优势绍智能菇房的优势。。


